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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本會邱副主任委員垂正於 105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3 日應「臺北市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之邀（陳科長振源隨行），出席該會與日本「東京商工會議所」共同

舉辦之「東京臺北經貿論壇」，邱副主委擔任論壇之特別專題主講人（Keynote 

Speaker），並以「臺灣新政府的兩岸政策」為題發表演說。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IEAT）」是由臺北市從事進出口貿易廠商所組成

之民間商業團體，成立於 1947 年，迄今已有 69 年的悠久歷史，目前會員廠商數

約有 5,700 家，為臺灣最具歷史及規模的公會。日本「東京商工會議所」成立於

1878 年，係東京 23 區內工商業者所組成之民間綜合商業團體，截至 2014 年 3

月底止，共有約 77,060 家會員，為日本地區最具影響力之經貿團體。520 後，日

本各界相當關切臺灣新政府的兩岸政策，對臺日「中」三方面未來的經貿發展關

係甚為關注。邱副主委此行除說明現階段政府兩岸政策與展望，強調政府積極努

力維護臺海穩定和平發展的態度與決心外，並增進日本工商業界領袖對兩岸現況

之瞭解，對於未來促進臺日雙方經貿交流合作，甚有助益。 

邱副主委此行另拜會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小笠原欣幸博士及日本

臺灣交流協會前研究員高野華惠，並參訪日本龍角散及本田（HONDA）汽車總

公司，瞭解日本企業界對與臺灣及中國大陸間經貿合作之相關看法及投資策略佈

局，除有助日本智庫及產業界對我兩岸政策之瞭解，增進海外政策溝通之整體效

益外，並汲取日本產業面對中國大陸觀光客人數變動之相關處理經驗，做為我方

相關產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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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及目的 

  520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兩岸關係產生新情勢，國際各界人士及海外僑胞均

對我政府當前兩岸政策及兩岸關係發展現況及未來展望高度關注，亦盼本會長官

赴海外進行政策溝通。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IEAT）」成立於 1947 年，迄今已有 69 年的

悠久歷史，目前會員廠商數約有 5,700 家，為臺灣最具歷史及規模的公會。日本

「東京商工會議所」成立於 1878 年，係東京 23 區內工商業者所組成之民間綜合

商業團體，截至 2014 年 3 月底止，共有約 77,060 家會員，為日本地區最具影響

力之經貿團體。 

  2015 年日本是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占我國貿易總額 11.4％），臺灣則是日

本第四大貿易夥伴（占日本貿易總額 4.7％），日本也為我國最大的外來投資國（約

4.53 億美元，占外來投資總金額近 10 分之 1），可見雙邊經貿關係相當密切。520

後日方各界均相當關注我政府兩岸政策與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動向，俾做為未來調

控整體產經政策及投資佈局之參據，該會爰組團（約 50 位臺灣產業界代表）赴

日參訪並與日方共同舉辦「東京臺北經貿論壇」。 

  為豐富此次活動內容及強化日方對我兩岸政策之瞭解與支持，本會邱副主委

垂正獲邀擔任論壇之特別專題主講人（Keynote Speaker），並以「臺灣新政府的

兩岸政策」為題發表演講，藉此機會宣達政府兩岸政策，並與日方工商業領袖代

表進行意見交流及回應日方關注的各項議題，期促進臺日經貿合作發展，厚植日

方友我力量。 

  邱副主委此行並拜會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小笠原欣幸博士，及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前研究員高野華惠等 2 人，就兩岸關係未來之展望、中共十九

大後之政經情勢、美國新總統川普上任後之美臺日「中」關係、近期陸客來臺觀

光人數減少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邱副主委另亦參訪日本百年企業「龍角散」

及「本田（HONDA）汽車」總公司，分享日本與臺灣企業面對中國大陸之經營

策略與經驗，及表達歡迎鼓勵臺日增加雙邊合作機會之態度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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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概要 

日期 主要行程 主要出席人員 

11月 20日

（星期日） 

自松山機場前往

日本東京 

 

會晤日本學者 

專家 

1.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小笠原欣幸博士 

2.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前研究員高野華惠 

11月 21日

（星期一） 

參加「東京臺北

經貿論壇」並發

表專題演講 

我方： 

1.我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謝代表長廷 

2.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邱副主委垂正 

3.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黃呈琮理事長 

日方： 

1.東京商工會議所 石田徹/專務理事 

2.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舟町仁志/專務理事 

參加東京商工會

議所舉辦之歡迎

晚宴 

我方： 

1.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邱副主委垂正 

2.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黃呈琮理事長 

日方： 

1.東京商工會議所 大久保秀夫/副會頭 

2.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舟町仁志/專務理事 

11月 22日

（星期二） 

參訪日本龍角散

及本田企業總公

司 

由龍角散總公司第八代社長藤井隆太及本田總社業務

開發經理接待 

參加臺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

舉辦之答謝晚宴 

我方： 

1.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邱副主委垂正 

2.亞東關係協會 邱會長義仁 

3.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黃呈琮理事長 

日方： 

1.東京商工會議所 西尾昇治/常務理事 

2.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舟町仁志/專務理事 

11月 23日

（星期三） 

自日本東京羽田

機場返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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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活動概述 

一、出席日本「東京臺北經貿論壇」並發表專題演講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東京商工會議所」為落實經貿合作，於

上（105）年 11 月 21 日在日本東京共同舉辦「東京臺北經貿論壇」，這也是

雙方第一次共同舉辦大規模的合作活動。本次論壇出席人數逾百人，我駐日

經濟文化代表處謝代表長廷亦蒞臨致詞。本會邱副主委垂正並以「臺灣新政

府的兩岸政策」為題發表演講。相關重點摘錄如下： 

(一)說明政府堅定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現狀、造福兩岸人民的決心與態度 

邱副主委從「國內、國際、中國大陸」等三大面向之政治經濟社會因素，

闡述我政府如何縝密擘劃兩岸政策、研議相關施政方針，並說明政府 520

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現狀的四項關鍵元素－「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的

歷史事實與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岸過去協商

和交流互動成果、臺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與四「不」基本態度－「承

諾不會改變、善意不會改變、不會在壓力下屈服、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邱副主委並以近期兩岸情勢（如中國大陸暫停兩岸溝通聯繫與協商管道、

陸客來臺觀光人數變化等），說明今後政府兩岸政策方針，並堅定維持兩岸

關係和平穩定現狀、造福兩岸人民的決心與態度。 

(二)表達兩岸經貿交流合作並未受 520 政黨輪替影響 

邱副主委表示，2016 年 1 至 9 月兩岸貿易金額為 837.3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少 6%），加計香港為 1,123.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5.9%）。2016

年 5 至 9 月兩岸貿易金額為 492.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0.9%，加計香

港為 661.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0.8%，所以 520 後兩岸貿易減幅實際

上已趨於緩和。而在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方面，2016 年 5 月至 9 月，我政

府核准赴中國大陸投資 42.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不減反增 2.6億美元(6.5%)，

均顯示臺灣政黨輪替後並未對赴陸投資產生影響。 

(三)2017 年臺美「中」三方內部政經情勢，以臺灣最穩，美「中」則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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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副主委也指出，過去國際社會在論及臺美「中」之內部情勢時，大多數

均認為美方之民主體制及中國大陸之威權體制已相當穩定，較少變動；臺

灣則相對較不穩定。惟 2017 年美「中」兩國均有新的不確定因素（美國為

川普當選新總統、中國大陸為中共十九大開會），情勢較為動盪，反觀臺灣

則相對穩定，臺灣政府也會積極努力維持臺美「中」三方關係穩定平衡。 

(四)強調蔡政府更注重兩岸交流風險的控管機制，給予人民更好的保障 

邱副主委也特別強調，蔡政府一向支持鼓勵兩岸人民之間各項正常的交流

合作，惟與馬政府不同的是，現在的政府更注重風險的控管機制，例如現

在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就是希望給予人民更多的選擇，獲得更好的

保障。日本與東協合作多年，投資金額也居世界各國之冠，累積相當多的

寶貴經驗，臺灣和日本企業未來可以加強策略聯盟共同佈局，創造雙贏。 

     

    我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代表長廷於致詞時亦表示，蔡英文總統所揭示

的綠能與生技等「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以及重視東南亞的「新南向計畫」，

能夠與日本企業共同創造雙贏，也能帶給第三國利益。論壇亦同時邀請中

原大學教授呂鴻德以「新情勢･臺日合作新契機」為題，日本瑞穗綜合研究

所亞洲調查部主任研究員伊藤信悟以「今後的臺日合作」為題，分析臺灣

與日本間多元合作的可能性。 

二、拜會智庫概況（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小笠原欣幸博士及日本臺 

  灣交流協會前研究員高野華惠） 

  邱副主委此行並拜會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小笠原欣幸博士及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前研究員高野華惠等二人，就 520 後臺灣的國內政經局

勢、兩岸關係發展動向、美臺「中」關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議（TPP）未來趨勢、一帶一路的影響力、馬前總統赴馬來西亞受辱事件、

陸客來臺觀光人數減少及「藍八縣」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2 位學者專家均

認為，2017 年面對全球變動的國際新秩序，臺灣可運用此時機展現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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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也可以與日本加速合作拓展新的契機。 

三、參訪日本企業 

  為瞭解日本企業對臺「中」之經商投資佈局及策略，並適時溝通說明 520

後政府兩岸政策，邱副主委並隨團參訪日本百年企業—龍角散及本田

（HONDA）汽車總公司，瞭解日本企業面對中國大陸崛起之相關經營方針

變化、訪日陸客之消費習慣、採購情形及因應策略、海外市場投資佈局、

臺日企業合作聯盟等議題。 

肆、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東京商工會議所合辦的「東京臺北經貿

論壇」，係該兩單位締結姐妹會後之第一次大型活動。邱副主委應邀蒞會說

明兩岸政策，除強化日方各界對我兩岸政策之瞭解與認同外，並提升雙方

互動層級展現我方高度誠意，對於促成臺日重要經貿團體間之深化合作，

具實質鼓舞作用。 

 二、邱副主委此行面對我方與會產業代表，一方面可直接傾聽渠等對 520 後政

府兩岸政策與相關議題之看法，一方面亦可就渠等關切面向，充分溝通說

明回應，澄清產業界對政府兩岸政策之疑慮，並展現政府積極維持臺灣和

平穩定、保障民眾福祉的決心與努力。 

 三、此次參訪亦與日本學者專家進行意見交流，有助於日方學者專家瞭解我方

兩岸政策方向，並有效傳達政府維持兩岸和平現狀的「四個政治基礎」及

對中國大陸「四項基本態度」的政策立場。 

 四、日本企業面對中國大陸觀光客，擁有務實彈性的經營策略及靈活前瞻的應

變措施，如「別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眼光放遠、提早佈局」、「專

業、創新、顧客導向」等理念，應可供我相關觀光、農漁產業參考。 

 五、臺日雙方產業各有優點，臺灣的優勢就是對華人市場的熟悉度、熱誠的服

務精神及跟當地社會網絡人脈建設的能力，日本企業最強的優勢則在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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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發與創新、品牌忠誠度的維繫、標準作業流程（SOP）的執著，臺日

企業未來應加強整合，開創新機，創造最大利益。 


